
村级防汛减灾安排会议记录 防灾减灾工
作总结(精选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
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
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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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镇___位于嘉善县___镇北首，东接___村，南连___村，西
临___村，北靠___镇___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甸洪
公路南北贯穿境内1.5公里，离在建的申嘉湖高速公路和善江
公路分别只有2.5公里和2公里，距县城320国道15公里。我村
由河道呈岔口型包围，村内圣堂浜、倪家村、白洋滩等地地
势偏低，全村房屋建筑多为90年代前期建筑，有些偏于陈旧，
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同时全村种养殖农户较多，在台风及汛
期，不免会造成村民生命财产损失。防汛、防台是抗灾重点。
我村高度重视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将气象防灾减灾纳入村年
度工作重点，始终以气象防灾减灾为抓手，一抓思想建设，
二抓制度建设，三抓队伍建设，四抓硬件建设，多管齐下，
多措并举，加强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一是成立气象防灾减灾标准村领导小组。书记任领导小组组
长，主持领导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村长任副组长，总抓创建，
各线负责人相互配合积极落实，确保创建工作稳步进行。

二是制定防灾减灾规章制度。通过两委班子讨论制定《防灾
减灾工作制度》，使防灾减灾工作有制可循，树立“以制度
管理人，以制度约束人，以制度规范人”的观念。



助疏散小分队、应急救助维护保障小分队、应急救助医疗护
理小分队、应急救助消防小分队、应急救助巡逻小分队、应
急救助生活保障小分队等六个防灾应急小分队。村部设立气
象信息员一名，组织信息员参加培训，切实掌握气象信息知
识，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通过农民信箱、村级简报等村自
有信息平台发布气象信息。

四是配备防灾减灾硬件设施。为了使气象防灾减灾服务工作
落实到位，有坚实的设备作后盾，我村从改善气象站办公条
件和服务水平的角度出发，为气象站配备电脑、打印机等，
落实专人负责气象设备的运转和维护。

___村委会

20__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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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莆田市地震局关于印发《莆田市20xx年“防灾减灾宣
传周”暨“科技人才活动周”防震减灾宣传演练活动方案》
的通知》(莆震[20_]13号)精神，我区利用5月1日-5月25日，
大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宣传防震减灾
知识，现将有关状况汇报如下。

我办对此次宣传活动高度重视，为了使本次宣传活动顺利开
展，我办及时学习市局文件精神，认真研究、部署各项宣传
工作。尤其是对活动日程、宣传资料、宣传形式进行了周密
部署。并与各乡镇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点、各中学、中心小学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点、各示范校园加强联系，认真扎实地开
展防震减灾宣传活动。

1、编印和发放防震减灾宣传材料：为加大防震减灾的宣传力
度，秀屿区地震办组织编印了《地震群灾之首》(折页宣传手
册)和《莆田市秀屿区“防灾减灾我能行”科普宣讲手册》。



手册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了地震成因、地震前兆、防
震准备及自救互救等基本常识，深受了广大干群的欢迎。并
发放由市地震局编印的《防震减灾科普课堂》、防震减灾小
手册、挂图、dvd等地震科普宣传材料给各中小学。

2、活动期间，我办用心营造宣传氛围，利用区政府大门外侧
围墙的重要宣传媒介，展示多条防灾减灾宣传，提高大家的
防灾减灾意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3、在秀屿区实验中学开展地震应急逃生演练，并进行地震科
普宣传。

为提高校园师生对地震灾害的应变潜力，5月15日上午，秀屿
区地震办在实验中学开展地震应急逃生演练，并进行地震科
普宣传。

整个活动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校园组织开展地震应急逃生演练。

根据校园的应急疏散演练方案，全体师生快速而有序地安全
疏散至楼外，并在操场预先指定的位置集合站队清点人数。
演练全过程，全校三千多名师生行动迅速，总耗时3分40秒，
顺利完成本次演练任务。

第二阶段向学生们分发宣传材料，并展示地震科普展板供学
生参观。

本次演练活动提高了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有利于提高他们
应对地震灾难的潜力，以点带面，到达“一个学生，带动一
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4、组织各校园开展地震应急演练等活动。



各中小学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透过召开主题班会、专
题讲座、征文比赛、宣传栏、、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灾害自救互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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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领导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防
灾减灾工作，园区各部室切实加强防灾减灾责任意识，做好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一是成立组织。成立工业园区防灾
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分管领导副总陶盛平同志任领导小组组
长，综合管理部、安全管理部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其他有关
部室负责人任成员，负责防灾减灾活动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相
关组织工作。二是健全机制。进一步完善制度，制定《工业
园区防灾减灾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活动程序，
做到按章办事，按程序办事，按职责要求办事，确保了防灾
减灾活动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优质高效地做好了防
灾减灾工作。三是明确责任。工业园区防灾减灾领导小组对
防灾减灾工作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排查，进一步细
化防灾减灾实施目标，具体安排给各部室、重点入驻企业，
并监督完成各责任主体认真完成防灾减灾宣传、技能普及、
排查隐患、综合治理工作。

紧紧围绕今年防灾减灾宣传工作，大力弘扬我国传统防灾减
灾文化。一是召开主题培训会议，集合机关干部职工，聘请
专业人员讲解我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和近年来抗震救灾情况；
二是收看抗震救灾警示教育片，进一步提高全体职工防灾减
灾意识，同时教育警醒大家重视防灾减灾工作；三是利用大
厅展示屏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宣传。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对园区综合办公楼及各入驻企业进
行认真排查，重点对房屋建筑、水、电、气等公共设施进行
摸底，按照风险等级记录详细排查内容，制定整改实施方案，
确保安全隐患问题无遗漏、操作程序规范化。



一是切实加强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二是进一步完善
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体系。三是加快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队伍
建设。四是加强危险隐患排查监管。五是加强反应快捷、科
学处置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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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学校紧紧围绕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班（队）
会、板报等载体，通过组织“体验式、参与式”的主题班会
和教育活动等宣传形式，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高逃生避险
基本技能，提升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二是学校以“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为
契机，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师生全面开展一次以消防
安全、逃生自救等为的应急演练活动，提高学生防灾自救意
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三是学校将此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与
“校园安全大检查活动”紧密结合，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了整治。

1.切实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工作。春夏季节是暴雨、山洪、
雷电等自然灾害多发期，我们高度重视，克服侥幸心理，加
强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工作。对可能出现泥石流、内涝、
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学校，要按照“不漏一处，不
存死角”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师生的宣传教育。

2.切实加强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学校切实加强了预防溺水教
育，通过宣传教育，让学生清楚私自下水玩耍极端危险，知
晓当同伴溺水时的正确救援办法，不要贸然手拉手施救。对
学校或村镇附近的水坝、山沟、山崖等危险水域或地段告知
学生，教育学生不得前往，告知每个学生家长切实担负起学
生离校后的监护责任。

3.认真做好学校交通安全工作。广泛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宣
传教育、落实了“路队制”，加强了学生上、放学路途的安



全管理，教育和要求学生拒乘农用车、黑车、超载超速车、
摩托车等不安全车辆。

4.切实做好学校卫生防疫和食品（含营养餐）安全工作。严
防群体性食物中毒或传染病爆发流行，提高了广大师生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

5.切实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重点检查校园消防设施、电
器线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是否达标，切实做消防安全
工作，确保了不出现火灾或师生拥挤踩踏等事故。

6.积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按照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幼儿
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要求，认真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工作。

学校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
险”的工作方针，立足于“防大讯、抗大灾”，科学防控、
群防群控，严格按照教育局近期下发的《榆中县教育系
统2014年防洪度汛方案》（榆教发〔2014〕80号）和《关于
认真做好学校防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榆教发
〔2014〕81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学校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确保我校师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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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搞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学
校紧紧围绕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班（队）会、板
报等载体，通过组织“体验式、参与式”的主题班会和教育
活动等宣传形式，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高逃生避险基本技
能，提升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生
命财产损失；二是学校以“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为契机，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师生全面开展一次以消防安全、
逃生自救等为的应急演练活动，提高学生防灾自救意识和应
急避险能力；三是学校将此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与“校
园安全大检查活动”紧密结合，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采



取有效防范措施，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
行了整治。

二、切实加强学校日常安全管理

1.切实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工作。春夏季节是暴雨、 山洪、
雷电等自然灾害多发期，我们高度重视，克服侥幸心理，加
强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工作。对可能出现泥石流、内涝、
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学校，要按照“不漏一处，不
存死角”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师生的宣传教育。

2.切实加强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学校切实加强了预防溺水教
育，通过宣传教育，让学生清楚私自下水玩耍极端危险，知
晓当同伴溺水时的正确救援办法，不要贸然手拉手施救。对
学校或村镇附近的水坝、山沟、山崖等危险水域或地段告知
学生，教育学生不得前往，告知每个学生家长切实担负起学
生离校后的监护责任。

3.认真做好学校交通安全工作。广泛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宣
传教育、落实了“路队制”，加强了学生上、放学路途的安
全管理，教育和要求学生拒乘农用车、黑车、超载超速车、
摩托车等不安全车辆。

4.切实做好学校卫生防疫和食品（含营养餐）安全工作。 严
防群体性食物中毒或传染病爆发流行，提高了广大师生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

5.切实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重点检查校园消防设施、 电
器线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是否达标，切实做消防安全
工作，确保了不出现火灾或师生拥挤踩踏等事故。

6.积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按照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幼儿
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要求，认真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工作。



三、强化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学校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
险”的工作方针，立足于“防大讯、抗大灾”，科学防控、
群防群控，严格按照教育局近期下发的《榆中县教育系
统2014 年防洪度汛方案》（榆教发〔2014〕80 号）和《关
于认真做好学校防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榆教发
〔2014〕81 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学校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确保我校师生安全。


